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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後期中等教育畢業進路問題之初探
秦夢群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行政與政策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林信志

國家教育研究院教育制度及政策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一、前言

人才培育係我國各級教育階段的

核心目標，在後期中等教育階段尤其關

鍵。我國後中教育過去一向採普通教育

與職業教育的平行式系統（秦夢群，

2011），而後為考量未來進路目標，在
偏學術類的普通高中及偏技職的技術高

中選擇外，再提供「綜合高中」、「單

科高中」及「實用技能學程」等學制，

讓學生綜合自身情況，興趣、能力及生

涯規劃等因素選擇就讀。從教育功能的

角度看來，後期中等教育階段的重要性

在於學生的適性分流選擇，奠定未來就

業或接受高等教育的基礎。具體言之，

本文之重點即在初步分析我國後期中等

教育之畢業進路現況之問題，亦即檢視

升學機制與就業輔導機制兩個面向是否

達成後中適性分流之功能。

承上，後期中等學校畢業學生的

升學管道雖採多元升學方式，但仍以

升學考試為主，普通高中學生以學科

能力測驗（以下簡稱學測），以及指定

科目考試（以下簡稱指考）為主，技術

高中或高職學生則以四技二專統一入學

測驗（以下簡稱統測）為主。學測考試

約在每年1月底、2月初舉行，考試科目
共五科（國文、英文、數學、自然、社

會），考試範圍為普通高中一年級至二

年級。指考約於每年7月初舉行，考試科
目為國文、英文、數學、物理、化學、

生物、歷史、地理、公民與社會，考試

範圍為普通高中一年級至三年級。統測

約於每年4月底舉行，考試科目為共同
科目（國文、英文、數學）與專業科目

（由群科別中選二科），考試範圍為技

術高中一年級至三年級。

在後期中等學校畢業學生的流向

調查上，依據教育部統計處報告（許志

銘，2011），2011年高中職應屆畢業生
計253,800人（不含進修學校），其中職
業科43.29%，普通科占39.81%，綜合高
中10.82%及實用技能學程6.08%。受高
升學率影響，完成高中職學業後即投入

職場者相對少數，僅7.72%畢業後即投入
職場，若加上想工作但尚未找到工作之

0.92%，高中職應屆畢業生「有工作意願
者」約僅8.64%，而就業者以投入「住宿
及餐飲業」人數最多，占應屆畢業生之

2.08%（占就業者之26.89%），「其他服
務業」、「製造業」之1.46%、1.00%則
分居第二、三位。升學、就業及正在找

工作之外，有0.13%畢業生正接受職訓，
0.93%服兵役，2.00%補習準備升學，
0.06%準備出國，0.13%在家休養，另
0.51%因聯繫不到，近況不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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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國後期中等教育之畢業進路
現況之問題

基於前述資料，及相關文獻之評

述，筆者初步歸納我國後期中等教育之

畢業進路現況之問題有：高等教育升學

考試機制問題、經濟弱勢學生的高等教

育入學機會問題、後中畢業學生的低就

業率問題、綜合高中成效問題。簡述如

下：

（一）高等教育升學考試機制仍有待調整

首先，由於大學學測安排於高三上

學期結束完成，四技二專統測安排於高

中三下學期中，形成高三下學期學生無

法專心學習之現象，且負面影響了高中

三年之完全學習。

再者，雖然大學多元入學制度已朝

向提供更多元的選擇，讓不同社經背景

的考生，能依循自己的能力性向，選擇

適合自己的入學方式。然而仍面臨諸多

挑戰，例如：客觀公平性的質疑、低社

經背景學生受到排擠、文化複製現象、

人為因素弊端、執行技術上的瓶頸等

（張新堂，2002）。更有學者直言，自
大學多元入學方案取代大學聯考實施以

來，基本架構無任何改變，仍以考試為

主軸，此為社會結構制約的因素使得申

請入學與推薦甄選無法取代考試方式。

社會行為已具有的系統特質是受過去行

動的制約。變革本質上以有權、菁英、

優勢份子的利益為主來進行變更，反而

擴大了家庭社經背景的作用、加遽了教

育機會之不均等（謝佳蓉，2010）。而
探究大學多元入學制度難以讓學生回

歸其適性的發展，主因在於考試測驗都

是不變的方式。例如：在大學多元入學

方式中，無論是甄選入學或指定考試，

都偏重以智育來招收學生（姚霞玲，

2000）。
此外，大學多元入學制度的問題

還包括甄選入學名額比率尚待擴大、大

學校系要求指定考科數目有待減少、

大學入學考試試題難易度與鑑別度的

穩定性不足（潘慧玲、周麗玉、陳佩

英，2011），甄選入學制度的公平性受
到質疑、自然組跨考較佔有優勢、大

學自主權過大、應試花費大（秦夢群，

2004），以及學測成績較統測成績較佔
有優勢等問題（學測成績不限申請普通

大學或科技校院，統測成績只能申請科

技校院）。

而在四技二專統測的問題方面，

高職或技術高中相關學校為應付升學

競爭，校訂課程多集中在四技二專統

測之有關科目，以致學校本位課程形同

虛設，甚至淪為打擊正常教學之禍首。

亦即，大多數高職或技術高中相關學校

之校訂課程大多規劃為國、英、數之學

分，專業課程急速減少，更遑論建立特

色，並加速職業教育普通化，失去技職

教育之特色。更嚴重的是，專業學群

以共同核心科目做為四技二專統測之考

科，使專業課程領域大幅縮小。多數學

校為升學競爭，自高一起即放手加強統

測之科目，許多專業科目與實習，到高

三因準備升學，已形同具文，導致「先

廣後專」之技職教育課程架構的理想成

為空中樓閣（陳金進，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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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濟弱勢學生的高等教育入學機會

仍相對不利

另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是經濟弱

勢學生的高等教育入學機會均等問題。

因設高中大學後，全國各地大專校院林

立，高等教育入學機會快速成長，高中

職應屆畢業生升學率達百分之九十以

上。雖各級教育機會普及化，但國人對

公私立學校定位仍有差別，除公立學校

學費較便宜外，一般認為公立學校教育

環境較優，升學就業競爭力較強，在此

氛圍下，公私立學校仍存有組成份子上

本質的差異性，公立高中職學校在升讀

公立大學還是普遍具競爭優勢。然而，

私立高中職經濟弱勢學生卻遠高於公立

高中職。

依據田弘華和田芳華（2 0 0 8）以
「臺灣高等教育資料庫92學年度大一
新生問卷調查」資料進行分析，結果

發現進入大學就讀的青年中，與考試分

發相比，家庭社經地位較高之家庭，其

子弟選擇學校推薦或個人申請管道入學

的機率較高。另外，田芳華與傅祖壇

（2009）針對2003年大一學生進行自編
問卷調查，結果發現母親的教育程度高

低對於學生經由何種管道就讀大學影響

力較強，而且該研究建議大學多元入學

制度要做到入學機會不因社經地位之高

低而有所差異，仍有努力的空間。上述

研究成果指出，大學多元入學制度，會

因其文化資本或家庭背景或社經地位影

響，而有所差異，顯示出社會結構壓抑

對個人所產生的不公平。

（三）後中畢業學生的低就業率突顯分流

意義不大

依據前述教育部之調查，2 0 11年
後中各類型學校之升學率情況，依序

為普通高中95.29%、綜合高中92.73%
（學術學程、專門學程分別為94.50%、
91.56%）、技術高中83.51%、實用技
能學程49.16%。相對地，就業比率則依
序為實用技能學程38.59%、技術高中
11.04%、綜合高中3.56%（學術學程、專
門學程分別為0.68%、5.46%）、普通高
中0.53%。此現象顯示高中職學生普遍以
升學為主要進路，升學者有63.51%就讀
私立大學校院，25.78%進入國立大學校
院就讀，0.39%赴國外或大陸就讀。顯示
低就業率突顯後中分流的目的及功能不

彰，對於學生升學就業主要因素，有必

要進行更深入瞭解，且高升學率下技職

教育定位和目的也應適時依學生進路近

況調整，與高等教育內容銜接或培養產

業需求人才，以免造成部分人才斷層或

供需失調。

（四）綜合高中成效未彰顯

過去一段時間，我國受歐美學制

影響開始鼓勵設立綜合高中，綜合高

中之特色乃在延緩分流時機、提供學

生多元教育管道、與達成適性學習之教

育目標，在設計上大致具有以下特色：

（1）橫跨普通與職業教育，兼具基本
學科能力與職業技能之雙重教育功能。

（2）課程設計彈性化，由學生依其興趣
選課，提供學習本位之環境。（3）擴
展學生升學或就業機會，使其未來發展

更具彈性。但我國開辦至今，成效並未

實質彰顯，其主要原因如下（秦夢群，

2011）：（1）文憑主義盛行，家長多希
望子女日後能進入傳統大學。因此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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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習職業課程意願較低，造成一般普通

高中多不願開設職業課程。（2）職業
學校因師資與設備所限，除極少數外，

其普通與職業類科涇渭分明。雖同在一

校，但卻鮮少交流。學生隸屬不同類

科，很少有機會跨科修課。（3）綜合
高中成本較高，因此學校在學生選課的

彈性多所限制，綜合高中的功能大打折

扣。

進一步分析綜合高中升學管道之問

題，亦即目前綜合高中畢業生仍必須與

高中及高職學生於大學聯招及四技二專

聯招中競爭，相對較為不利。此外，綜

合高中畢業生多認為學校就業輔導上則

仍須加強（陳幕能，2001）。

三、未來研究建議（代結語）

後期中等教育階段是我國最為複

雜多元的學制階段，光是上述畢業進路

的問題就涉及多面向難解的沉痾。未來

若要重新建置及改革，必須先以整合性

及系統性的研究視野，探究「適性」、

「公平」與「分流」等教育核心價值

之競合所帶來的相關爭論及學制定位問

題。另外，不僅要研究分析多元升學機

制的適性與公平性問題，更應長期追踨

後中畢業生升學與就業之流向，分析原

因，並比較十二年國教實施前後之差

異，方能全面向的提出有效改革方向，

對我國新世紀的人才培育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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